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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梅花”社团是一家
每周三晚上，只要身体状况允许，79岁的学者

武术家、梅花拳第十七代传人燕子杰总会在山大兴
隆山校区自己的家中开讲梅花拳。“昨天晚上刚去
听了一次课，好些同学坐在地上听课。”15日，管理
学院大三男生刘祥说，课程不只是面向山大学生，
而是面向所有练习梅花拳的人。

二十多年来，燕子杰在全国十几所高等学校义
务传授梅花桩武功，弟子遍布全国，遍布世界各地。

“省内高校大都有梅花桩武术协会，山大的成立三
十年了，其次齐鲁工业大学的也已经成立二十年，
这些年山师发展得也不错。”刘祥说，梅花桩武术协
会跟其他社团有一点不同，它不是独立的，而是一
个整体，学校和学校之间的梅花桩武术协会之间，

都有着割舍不开的联系。
去年，刘鑫前往武汉大学哲学院交流一年，其

间，他带领几位同学练习梅花拳，在武大创立了梅
花桩武术协会，把梅花拳带到了友好交流的高校。

“天下梅花是一家，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特别
好，不区分你高我低，而是追求共同的进步。”会计
学专业大二女生徐凯歌说，在梅花桩武术协会，大
家像一家人。

与其他的社团不同，因为每天相聚在一起，社团的
伙伴们显得格外熟悉。“有的社团一个周都没有一次活
动，而我们社团每天都会聚在一起练拳，所以格外亲
切。”已经被保送到清华大学读研的生科院男生闫坤
说。

没有“嘿”“哈”“吼”的高亢喊声，也没有眼花缭
乱的花式拳法，闪展腾挪潇洒自如，动作舒展大方，
用哲学系男生刘鑫的话说，梅花拳没有固定拳法，
最讲究无招胜有招，一招一式都是本能反应，考验
思维的灵活性。

梅花桩，古称“干支五势梅花桩”，群众称为梅
花拳，相传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讲究“以武治心”，拳
法内外兼修，形气神皆备。古时练功者常在百余根
桩上习练，到近代移至地上练功，故称“落地梅花
拳”，如今，在山大洪家楼校区依旧有梅花桩子。

15日恰逢山大114周年校庆日，在山大中心校
区小树林里，十余名梅花桩武术协会的成员站起了

“架子”(梅花桩的基础拳法)。无论冬夏，每天下午
四点半后，协会的小伙伴便集中在一起练习梅花

拳。初见社团成员，无论男孩女孩，皮肤都是小麦
色，身材精瘦，却透着一股子精气神。

“小时候看武打电影电视剧，慢慢地产生了
浪漫的武侠情结，喜欢上武术。”山大中文专业
大三女生田丽是上一届梅花桩武术协会的会长，
她说，梅花拳不单纯是武术，最重要的是它能够
修身养性，和太极拳、形意拳一样属于内家拳，
讲究文修武练。

刚上大学时，自小习武的刘鑫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加入了梅花拳武术协会，让他有些意外的是，梅
花拳带给他更多的是文以修身，而并非武术。

控制工程与科学学院女生黄晴晴说，练拳时内
心安定，消除杂念，无论做事还是做人，仿佛更能看
得开，更加释然。

“文修武练”梅花拳，每天亮相山大校园

山大梅花桩协会：

我们都是梅花拳第十八代传人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习武若没个长性，
便练不出一身好本领。

在山东大学，有一个成立于1984年的
“老牌”社团，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只要
不是极端恶劣天气，每天下午四点半，社团
成员会准时出现在山东大学各校区的操场
练习梅花拳，他们自称梅花拳第十八代传
人，来自山东大学梅花桩武术协会。

可口可乐“百团大战”征集令
高校社团哪家强，齐鲁学堂亮个相

本报济南10月25日讯(记者 许亚薇) 新学
期开始已经月余，高校校园的各个社团招完“小
鲜肉”，也开始了各自丰富多彩的活动。无论是正
在校园里生活的学生，还是已经毕业离校的上班
族，青葱岁月里这些活力四射的社团活动，一定
会留下难忘的回忆。即日起，本报与中粮可口可
乐（山东）公司联合发起寻找最牛社团活动，快来
推荐你身边的优秀社团和他们的故事吧。

新学期开学一个月有余，除了书桌和课本，
大学校园里的“小鲜肉”们也已经找到了自己心
仪的“社团”，街舞社、动漫社、围棋社、武术协会、
茶道协会、摄影社……校园里的社团五花八门、
个性十足，总有一款适合“你”去参与。

总有过来人说，“上大学时不加入一个两个
的社团，怎么能叫上大学呢？”可见社团早已成为
大学生活中颇具分量的部分，那是青葱岁月里值
得留恋和回顾的热血记忆。社团充实了空虚的课

余时间，拓宽了大学生的视野，最重要的是，不少
人上学时参与的社团会慢慢成为个人的兴趣爱
好，让人终身受益。

15日，记者采访山东大学梅花桩武术协会
时，说起梅花桩，协会成员无一不表示梅花桩早
已成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即使离开了学
校，一有时间，不少“师兄师姐”依旧会回到学校，
坚持练习梅花桩。

即日起，本报推出“百团大战”山东高校社团风
采录，无论你现在是高校在读学生，还是已经毕业
离开大学校园的上班族，都可以向我们推荐给你
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大学社团，把你心目中难忘的
社团故事告诉我们，来稿请投qlwbqlxt@163.com。

每周，我们将择优选取优秀高校社团进行采
访，一年后评选出“十大山东高校社团”，那些唤
起你大学记忆的“社团”和社团活动，赶快来告诉
我们吧！

文/片 本报记者 许亚薇

山大梅花桩协会成员练功后摆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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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飞扬处，得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最幸福
不过。社团，带给大学生活无限可能，释放激情，播
撒梦想，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让人永生难忘。

即日起，齐鲁学堂推出“百团大战”山东高校社
团风采录，记录大学社团故事。

男神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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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练拳的队伍中，王吉喆和闫坤有些特殊，因为
他们俩是大四毕业生。在大学校园里，很少有毕业班
的学生依旧活跃在社团参加活动。

王吉喆和闫坤所选择的未来道路不同，但却在
一件事上达成统一，那就是练拳。无论选择工作还是
继续深造，只要有时间，就会坚持练拳。

刚读大学时，为了准备运动会，王吉喆因过度运
动受了重伤，医生诊断为腰肌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

“后来在梅花桩武术协会‘摸爬滚打’了一年，竟然慢
慢好了起来。”对于王吉喆来说，练拳这些年最大的
收获是“治病”和锻炼身体，让大一时“坐立不安”的
他好了起来。

在社团小伙伴们的眼中，闫坤是个学霸，已经被
保送清华大学继续深造。“对我来说，四年时间，练拳
已经成为了习惯，一直坚持下来，就是财富和收获。”
闫坤是个不苟言笑的男生，他不知道以后在清华还
能不能继续找到一起练拳的人，不过对他来说，梅花
拳已经根植在心，有着很深的感情。

其实，练习梅花拳的学子早已遍布世界各地，燕
子杰常常给孩子们讲述那些在各行各业有所成就的
练拳人。“他让我们修身养性，做一个心胸宽广又有
包容心的人，影响我们的一生。”刘祥说。

练拳跟生活是相通的，关键在于你怎样理
解。“燕子杰老师‘正顺圆满够’，可以理解为身体
正直、变化流畅、贴身画圆、精神饱满、动作到位，
也可以理解为做人要有浩然正气、顺势而为、外
柔内刚，勤学苦练内心充实，做事尽力而为……”
王吉喆说。

离开校园后，

仍然离不开梅花拳

齐鲁晚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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